
第一届中国·嘉兴南湖合唱节：
2003 年 11 月，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教师
合唱团、浙江歌舞剧院合唱团、湖北省
歌舞剧院爱乐合唱团等 10 支优秀合唱
团队与南湖区本地的十多支合唱团队
同台表演。

第二届中国·嘉兴南湖合唱节：
2004 年 8 月，共有 46 支合唱团，分老年
组、成年组和少儿组 3 个组别参加了角
逐，还邀请全国有知名度的外省合唱
团来参赛，相互交流，互相促进。

第三届中国·嘉兴南湖合唱节：
2005 年 3 月至 5 月，主要活动包括征
集、创作《南湖之歌》，各界群众歌咏活
动，举办合唱指挥培训班，参加《春之
声》合唱音乐会，举办“红五月”广场合
唱音乐会等内容。

第四届中国·嘉兴南湖合唱节：
2006 年 5 月，全市 37 支群众合唱队伍
参加，举办了群众合唱比赛、合唱讲
座、合唱节闭幕式暨“合唱 500 年”中外
优秀合唱团展示音乐会等一系列活
动。

浙江省第八届广场文化艺术节暨
第五届嘉兴南湖合唱节：2007年6月在
嘉兴市南湖区正式启动后，经过层层
选拔，全省共有 29 支合唱团队 1500 多
人于当年10月在南湖区进行了决赛。

第六届中国·嘉兴南湖合唱节：
2008 年 10 月，成功举办了南湖区原创
歌曲创作演唱大赛和“唱响南湖”纪念
改革开放30周年暨嘉兴撤地建市25周
年群众合唱大赛等大型比赛。共产生
39 首原创歌曲，全市 22 支合唱团队参
加比赛。

中国城市合唱周暨第七届南湖合
唱节：2009 年 10 月，来自全国 16 个省
区市的 49 支优秀合唱代表同台竞技，
还举办了合唱广场展演、互动交流会、
合唱学术研讨会等相关活动，同时邀
请全国从事合唱艺术的专家，来嘉兴
为合唱团队进行艺术指导。

“永远的辉煌”第十二届中国老年
合唱节暨第八届南湖合唱节：2010 年 9
月，来自全国 25 个省区市、国家省部委
直属单位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59 支合
唱团队 3000 多人前来参赛。合唱节
上，南湖区被中国合唱协会命名为中
国合唱协会（南湖）合唱基地。

纪念建党 90 周年群众合唱大赛暨
第九届中国·嘉兴南湖合唱节：2011 年
3 月至 6 月，南湖区共有 141 支合唱团
队参加了比赛，创下历年来本地合唱
队伍参赛之最。群众合唱大赛分成人
组、学生组进行预赛和决赛，同时还与
中国合唱协会联合举办了全国合唱指
挥高级研修班培训活动。

第二届全国教师合唱节暨第十届
南湖合唱节：2012 年 8 月，来自全国 20
个省、市的 39 支合唱团队前来参赛。
合唱比赛分成人组、老年组（50 周岁以
上）、声乐组合。至此，全区的合唱团
队已发展到 150 多支。此外，还举行了
合唱经验交流会，进一步加强了合作
往来。

浙江省首届职工文化艺术节企业
之歌合唱大赛暨第十一届南湖合唱节:
2013年8月，南湖区承办了浙江省首届
职工文化艺术节企业之歌合唱大赛，
全省选拔出的 16 支优秀企业合唱团参
加了决赛，其中南湖区选派的五芳斋
合唱团和民丰合唱团荣获金奖，歌城
实力得到彰显。

合唱构建和谐 坚持铸就品牌

合唱声声满南湖
冯成 张文术 宋翰卿

音乐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每一个

音符，每一篇乐章，都能带来美的享受。歌声的

美妙，南湖的居民自然最有体会。随着群众性

合唱活动的风起云涌，南湖区的合唱水平不断

提高，水囡囡合唱团童声稚趣萌化观众，南湖区

机关敦好合唱团文化走亲连心基层，栅堰社区

合唱团老当益壮唱响夕阳⋯⋯

歌城南湖，名副其实。2014年11月27日至

30日，浙江省第二届合唱节暨第十二届南湖合

唱节将如约唱响。届时，来自全省各地选送的

44支老年、成人、大学生、童声等合唱团队两千

多人将齐聚南湖，同台竞技。南湖区有嘉兴市

老龄问题研究会合唱团、嘉兴市新四军历史研

究会南湖星光合唱团、南湖区机关敦好合唱团、

辅成阳光朵朵合唱团和水囡囡合唱团参赛。

踏歌而行，是南湖的一种坚
持。

南湖区作为嘉兴市的主城
区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、距
今七千多年历史的马家浜文化
发祥地，素有“鱼米之乡，文化之
邦”和革命圣地的美誉。近年
来，南湖区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
为重点，保障文化健康和谐发
展，进一步活跃和丰富群众精神
文化生活；同时以增强区域文化
软实力为目标，大力发展合唱事
业，重点提升“歌城”品牌建设，
增强城市文化品位，不断唱响

“歌城”金名片。
想唱就唱，唱得响亮。多年

来 ，南 湖 区 一 直 倾 力 打 造“ 歌
城”，以合唱延展文化底蕴。全
区现有合唱团队 166 支，吸引了
上万名歌唱爱好者参加，南湖合
唱已深入人心。现在的南湖区，
大到上千人的歌会，小到几十人
的街道社区歌咏活动，此起彼
伏，营造出“禾城无处不飞歌”的
浓厚氛围，展示出新时代南湖人
民的精神风貌。

南湖区还一直致力于改革
文化管理体制，创新文化发展机
制，在扎实办好历届中国嘉兴南
湖合唱节的基础上，不断探索和
建立提升“歌城”品牌建设的长
效机制。2010 年 2 月，将“歌城”

品牌建设纳入南湖区经济和社
会发展规划、文化发展规划、各
级党委（政府）的重要议事日程、
政府财政预算和各级党委（政
府）任期目标的重要考核内容中
去。2012 年 5 月，南湖区制定了

《合唱团队星级考评管理办法》，
每年开展合唱团队星级评比，对
获得星级的合唱团队给予一定
扶持与奖励。2013 年，全区有 36
支合唱团队被认定为星级合唱
团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南湖区在发
展群众合唱事业的同时，积极拓
宽“歌城”内外交流平台，不断增
强“歌城”品牌的对内影响力和

对外辐射力。对内加强各级各
类合唱组织的领导，对外则依托

“南湖区外宣顾问团”和南湖区
合唱协会等方面的力量，加强与
中国合唱协会、浙江省合唱协会
等专业协会和国内外优秀合唱
团队的沟通与联系，精心构建文
化交流平台，全力打造更为精品
化、更具“地标性”的合唱团队和
合唱作品。

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南湖区的
合唱团队在国际、国内各类比赛
中 成 绩 斐 然 。 南 湖 合 唱 团 获
2010“永远的辉煌”第十二届中
国老年合唱节金奖；南湖区师韵
合唱团获 2012 第二届全国教师

合唱节金奖；南湖区机关敦好合
唱团获 2013 年第十二届中国合
唱节混声合唱金奖；南湖合唱团
连续三年（2012-2014）获美丽浙
江合唱大赛金奖⋯⋯2011~2013
年期间，南湖机关合唱团、栅堰
社区合唱团、建设街道南湖星光
合唱团等先后应中国合唱协会
的邀请，参加了在维也纳金色大
厅的演出，向世界展示南湖合唱
的魅力。

丰硕的成果，不仅扩大了城
市的影响和知名度，而且也提升
了城市的品位，促进了南湖区合
唱事业的蓬勃发展，合唱已成为
南湖区一张亮丽的文化品牌。

一座城，一种坚持

昂扬奋进，是南湖的一种态
度。

“古老的文化从这里传扬，
革命的红船从这里起航⋯⋯”这
首《南湖之歌》已脍炙人口。为
大力弘扬先进文化，推动群众歌
咏活动的开展，继续打造“歌城”
品牌，2005年3月中旬，南湖区分
别在《浙江日报》和《嘉兴日报》
上刊登征集启事，面向全国公开
征集《南湖之歌》歌词。经有关
方面专家的评选，《南湖之歌》歌
词征集办公室审定，由北京著名
词作者晓光创作的《南湖之歌》
歌词作品入选。优美的歌词，勾
画了一幅江南水乡的美丽画卷，
既体现了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，

又展现了南湖儿女的精神风貌，
歌词催人奋进，澎湃激昂，特别
适合于合唱。

为了唱响《南湖之歌》，南湖
区还专门请总政歌舞团团长、著
名曲作家印青为《南湖之歌》谱
曲，并邀请著名歌唱家殷秀梅主
唱这首歌，录制成唱片、拍摄制
作成 MTV。2006 年 1 月，由南湖
区选送的《南湖之歌》MTV 获得
了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首届

“诗仙太白”杯形象歌曲音乐电
视展播城市类最佳城市形象歌
曲奖、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制作
奖。2007 年，在浙江省第九届

“五个一工程”作品评选中，《南
湖之歌》再次得到了专家、评委

的首肯，获浙江省第九届精神文
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“⋯⋯南湖的儿女啊，儿女，
创造了崭新的江南锦绣城乡。”
结合打造“歌城”品牌，南湖区将
进一步唱响《南湖之歌》，唱出南
湖儿女奋发向上、共展宏图的昂
扬风貌，唱响南湖独特的地域文
化、城市气质和城市精神，进一
步激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
民群众富民强区、全面构建和谐
社会的豪迈激情，干在实处，走
在前列。如今，《南湖之歌》正在
南湖之畔传扬。这首旋律优美、
气势恢宏的《南湖之歌》，也正从
党的诞生地走出市域省界，传遍
全国。

一首歌，一种态度

群众文化，是南湖的一种力
量。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众多优
秀的民间文艺和特色文化，如珍
珠般散落在嘉禾大地上，熠熠生
辉。合唱的兴起，带动了南湖区
城乡十大联赛、幸福南湖·365 天
天欢乐大舞台等多种形式文化娱
乐活动的蓬勃发展。一镇（街）一
品、一堂（文化礼堂）一品，一项项
文化品牌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而
出，挖掘民族民间艺术，传承发展
区域特色文化，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
文化”，让农村文化建设更上一个
台阶，文化带动经济效应日益显

现，点亮百姓的文化生活，摇曳多
彩的精神世界。

“一镇（街）一品”，顾名思
义，就是每个镇、街道都拥有一
个结合自身实际，体现自身特色
的文化品牌。文化发展经过去
芜存菁，目前南湖区各镇（街道）
均已推出各自的“拿手好戏”，尽
现百花齐放之景。“一镇（街）一
品”是南湖区独具匠心的举措，
不断挖掘特色文化内涵，不断突
破创新载体形式，营造了浓厚的
城乡文化互动氛围，并成为吸引
投资、发展经济的有效载体。

此外，在“一镇（街）一品”的

基础上，南湖区还将文化建设的
触角延伸到村、社区，按照“与城
市 居 民 一 样 享 有 公 共 文 化 服
务”、“弘扬乡村传统文化和道德
观念”、“还原活力乡村”等农村
群众的共同心愿，在全区行政村
推进集学教、礼仪、娱乐为一体
的村级文化礼堂建设。同时根
据实际挖掘村落独特的历史文
化资源，运用已有文化设施和地
方建筑，广泛吸收村落文化中有
利于经济发展、村民进步、农村
和谐的要素，努力推出各个村的
特色文化，实现“一村一品”、“一
堂一品”。

一群人，一种力量

历届南湖合唱节回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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